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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文旦柚產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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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花蓮縣地處台灣東部介於熱帶與亞熱帶，東臨太平洋，西

靠中央山脈自然景觀秀麗，空氣清新，由於氣候土質等自然因

素甚適宜文旦栽培，所生產之果實品質優良，產量穩定，可謂

之得天獨厚。歷年來因面積擴大產量增加，經花蓮縣政府、花

蓮縣各級農會大力輔導產銷班組織整合與共同運銷，及花蓮區

農業改良場栽培技術指導下，花蓮文旦知名度遂逐漸遠播，深

受消費大眾及市場之歡迎，並有取代麻豆文旦之趨勢，成為全省產量最多，品質最優之文旦

王國。本場調查分析瑞穗鄉鶴岡產銷示範班文旦柚果實，由 80 年至 85 年平均果重 617.6 公

克縮減為 504.5公克，果皮厚度 1.4公分減為 1.2公分，糖度 10.3Brix提升為 11.1Brix，果汁

量 31.4％增為 41.0％。明顯表現文旦柚果實品質逐年改善。 

二、產銷班狀況： 

花蓮縣現有文旦柚產銷班，花蓮市１班、吉安鄉１班、壽

豐鄉６班、鳳榮地區１班、光豐地區２班、瑞穗鄉１４班、玉

溪地區４班、富里鄉４班、合計３３班，班員人數共有７１３

名。 

行政院農委會與農林廳自 81年 8月起，在花蓮縣瑞穗鄉

鶴岡村配合瑞穗鄉農會輔導成立全省唯一的文旦柚重點輔導

區產銷示範班，班員 28人、面積 32公頃。82年至 85年繼續

擴大指導產銷輔導班，全縣含蓋各鄉鎮壽豐、鳳林、光復、玉

里、富里等共 500公頃。 

班隊成立後，依農時需要每二個月舉行班會一次，共同商討遭遇的困難及謀求解決的方

法。每次班會並邀請農業改良場等農業技術及農政單位代表列席指導。遭遇的困難通常包括

病蟲防治，土壤分析，葉片營養診斷，整枝修剪技術，果園農路整修等，皆由本場或相關單

位給予協助解決。 

三、栽培面積與產量： 

本縣 13個鄉鎮市皆有栽植文旦柚，其中以瑞穗、壽豐等鄉鎮栽培數量較多，全縣總栽培

面積約 23,000公頃，佔全省總面積 6,700公頃的三分之一。以本縣文旦柚樹齡可區分為 

（一）10年生以上之文旦樹約 300公頃，產量約為 8,000公噸。 

（二）6∼9年生之文旦樹約 1,000公頃，產量約為 12,000公噸。 

（三）1∼5年生之文旦樹約 1,000公頃，產量約為 4,200公噸。全年栽植面積約 2,300公頃，

其總產量約為 24,200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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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民國 76年至 85年十年當中，花蓮縣種植面積由 274公頃增加到 2,311公頃，約增

8.4倍，產量由 1.162公噸急速增加為 24,265公噸，約增加 20倍，民國 83年 7月 10

日提姆颱風曾經由秀姑巒溪登地，橫掃全花蓮縣，文旦柚果實掃落滿園，折枝斷樹，

產量曾經減少 5,600多公噸，翌年產量又漸回昇。 

花蓮縣 76年至 85年文旦柚種植面積與產量 
年度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種植 
面積 
（公頃） 

274 772 1,062 1,341 1,563 1,635 1,698 1,843 2,071 2,311 

產量 
（產量） 

1,162 2,141 3,803 3,867 4,290 8,076 10,100 15,706 10,886 24,265

（摘錄自台灣農業年報） 

四、運銷狀況： 

（一）轄區內文旦柚除行口、果販及農民自行直銷外，經由縣政府輔導縣農會及有關鄉鎮農

會供應全省之各大超市、機關及果菜拍賣市場。另洽售行政院、環保署、台電公司、

家樂幅、萬各隆、全省各級農會超市等約 50餘單位。 

（二）數年來先行辦理全縣文旦柚評鑑比賽後，再於大台北地區辦理品嚐促銷活動，透過傳

播媒體的報導，儘量提昇花蓮文旦之知名度。 

（三）各鄉鎮如光復、吉安、壽豐、瑞穗等辦理文旦柚觀光果園開放市民自由前往採摘享受

採果之旅。 

（四）多年來產地銷售價格受到時段之不同與品質之優劣，差距頗大，由農曆中元節（農曆

7月 15日）至中秋節（農曆 8月 15日）期間，優良果品（糖度 10.5度以上者）每台

斤可售 20∼40元，中秋節後，迅即下降，僅 10∼15元，有些果實為出清存貨，更甚

有 5∼8元即拋售，反映了市場的需求已經是飽和，供過於求。 


